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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日本KAKEN数据库中收录的有关中国京剧研究的科研课题为主要内容，利用统计学与翻译学的方

法，对日本学界中国京剧研究的整体貌相及学术特征进行了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并从京剧的传播、发展

及受容，数据化整理，京剧脸谱、人物形象、舞台装置，歌舞元素，京剧与媒体的相互关系等五个方面

对日本学界京剧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与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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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recorded in the KAKEN database of Japan, this pa-
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king Opera researches from Japanese academics’ perspective by the methods of statis-
tics and translation. What’s more, this paper also concentrates on the studies of the spread, de-
velopment and reception of Peking Opera, data sorting, Peking Opera facial makeup,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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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stage devices, singing and dancing elem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king Opera and 
th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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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19 年，梅兰芳首次带京剧团赴日公演，拉开了京剧艺术在日本传播与发展的序幕，亦成为京剧正

式走向世界的开端。此后，梅兰芳又分别于 1924 年、1956 年两度带团赴日公演，将有着中国“国粹”

之称的京剧艺术正式带入日本民众的视野，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学界对京剧的高度关注与研究。1955 年，

酒井悌发表的《京剧今昔话》成为日本学界最早有关京剧的研究。翌年即梅兰芳第三次赴日公演后，日

本学界围绕对京剧的印象、梅兰芳与京剧、访日公演的魅力等主题发表了 17 篇学术论文[1]。此后的百余

年间，日本学者进一步以“京剧”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多维度、跨学科的多元化调查与研究，发表期刊论

文多达 270 余篇，并从 1992 年开始，日本学者先后在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金的支持下针对京剧进行了集

中性和系统性的国家级课题立项研究。可见，日本学者对京剧的持续性关注和研究兴趣。基于此，本文

拟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金数据库 KAKEN 中检索到的日本学界有关中国京剧研究的国家级课题为中心，

运用统计学和翻译学的理论方法系统整理与译介述评京剧在日本的研究史料及学术成果，厘清日本学者

对京剧研究的整体貌相与学术特征，以期为京剧海外形象的建构提供他者视阈下的基础性研究资料，同

时也为我国的“京剧学”研究提供跨文化的思考角度与史料信息。 

2. 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文数据来源于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金数据库 KAKAEN (以下简称“KAKEN”数据库)，该数据库

于 1972 年由日本国立情报研究所和国会图书馆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的协助下建立，收录

着自 1965 年以来所有资助的国家级课题的相关信息。本文首先检索 1965 年至 2022 年的科研项目题目中

含有“京剧”的国家级课题，其次分别以“梅兰芳”“小杨月楼”“十三旦”“绿牡丹”等代表性京剧

人物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最后合并重复课题，剔除诸如“東京劇壇”这类表述的课题后，基于上述筛选

与统计得到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京剧研究的有效课题共计 30 项。本文的研究即以此 30 项国家级研究课题

为基础。 

3. 日本学界对中国京剧研究的整体貌相 

(一) 立项趋势 
从 1992 年到 2022 年的 30 年间，日本学界关于中国京剧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共计 30 项，呈现了一定

的历时规律(如图 1)。21 世纪以前立项课题仅有 4 项，其余均在 2000 年之后，2000~2010 年立项课题 13
项，2011 至今亦有 13 项，平均每年至少有一项课题立项，其立项速度呈现平稳态势。尽管从具体立项

年份来看，日本关于京剧研究立项课题数量随年份略有波动，部分年份出现了断点，但从课题研究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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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自 1992 年开始迄今为止，日本每年均有关于中国京剧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处于在研状态中。因此，

从整体上来说，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京剧研究的立项课题呈现出连续性趋势，并反映出日本学界对京剧研

究的持续性关注。 
 

 
Figure 1. The trend of initi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on Chinese Peking Opera in Japan 
图 1. 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科研课题立项趋势 

 
(二) 研究类型分析 
根据数据统计发现，如图 2 所示，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课题的研究类型主要有基础研究课题(B/C) 

16 项，青年学者研究课题(B) 6 项，特别研究员奖励课题 3 项，萌芽研究课题 2 项，国际学术研究课题 1
项，综合研究课题 1 项，一般研究课题 1 项。整体来看，日本学界关于京剧研究课题的研究种类几乎涵

盖了日本国家科学研究费的所有种类。从各类研究课题所占比例上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基础研究

课题，占比最大，为 53%以上；其次是青年学者研究课题占比 20%；最后是特别研究员奖励课题占比 10%；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与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的规定，基础研究课题(A、B、C)是指一

人或多人共同进行的独创性、先驱性研究；青年学者研究课题则指取得博士学位后未满八年的研究者独

立进行的研究；特别研究员奖励课题指针对日本和外国特别研究员中优秀年轻研究者，为其在研究初期

提供的补助性研究经费[2]。由此可见，日本科学研究基金在关于中国京剧研究课题上，重视具有独创性、

先驱性的基础研究，并向青年学者研究课题倾斜。 
 

 
Figure 2. Distribution chart of research types on Chinese Peking Opera in Japan 
图 2. 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的研究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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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研费用 
从 1992 年至 2022 年，日本在有关中国京剧研究的课题经费上累计投入 18,839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930 万元)，从经费支出比例上看(如图 3)，基础研究课题的经费达到 15,832 万日元，占比最大，约为 84%。

从课题负责人所获科研经费来看(如图 4)，其中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院冰上正教授所主持的四项有关

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传统戏剧艺术的综合研究，其课题经费总计达到 6443 万日元，总占比为 34.2%，所

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专著等项目研究成果高达 336 项，在所获课题经费和研究成果方面均占首位。 
 

 
Figure 3. Funding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projects on Chinese Peking Opera in Japan 
图 3. 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不同课题研究类型的经费情况 

 

 
Figure 4. Research funds and numbers of projects by different project leaders on Chinese Peking Opera in Japan 
图 4. 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中不同课题负责人所获科研经费及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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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机构与学术群体 
日本从 1992 年开始通过国家级立项课题开展对中国京剧的研究。根据笔者对课题立项单位的统计发

现(如图 5)，日本在中国京剧研究方面的研究机构主要以大学为主，其中早稻田大学(6 项)和庆应义塾大

学(5 项)居首位，是日本研究中国京剧的核心机构；其次是明治大学和关西学院大学，立项课题数量均为

4 项；其后是立命馆大学和福井大学，均有 2 项；最后是九州大学、广岛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学艺

大学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及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等机构的立项课题均为 1 项。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Chinese Peking Opera in Japan 
图 5. 日本关于中国京剧研究的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在研究的学术群体方面，主要以大学教授及副教授为主体，且日本学界出现了在中国京剧研究领域

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如庆应义塾大学冰上正(4 项)、关西学院大学藤野真子(4 项)、福井大学田村容子(3
项)、立命馆大学三須祐介(2 项)、明治大学加藤徹及福满正博(各 2 项)、早稻田大学平林宣和(2 项)等；

同时，留日学者在日本学界的中国京剧研究中亦发挥着积极贡献，其中直接由留日学者主持的日本国家

级研究课题 1 项，留日学者作为成员参与的研究课题 2 项，同时，几乎每个项目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都

有中方学者或演艺家的积极参与和协作。 

4. 日本学界的京剧研究课题及成果内容述评 

截止 2022 年 11 月，笔者在日本 KAKEN 数据库中检索到日本学界有关中国京剧研究的课题共计 30
项，主要聚焦于京剧的传播、发展及受容，数据化整理，京剧脸谱、人物形象、舞台装置，歌舞元素，

京剧与媒体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本文以 30 项立项课题为基础，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成

果等多维度对日本学界的中国京剧研究展开述评，以期为国内学者的京剧研究提供他者视域下的研究视

角和跨文化思考。 
(一) 中国京剧艺术的起源、传播与受容研究 
京剧的前身源自清朝年间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徽班，在接受了昆曲、秦腔以及一些地方民间曲调后，

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戏剧艺术。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京剧艺术的起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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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与受容向来甚为关注，日本学者对中国京剧艺术的起源、传播与受容的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不

少学者甚至关于该领域进行了多次立项研究。 
岡崎由美“近代中国都市艺术的基础性研究”(1997~1999)，以皮影戏与京剧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近

代中国北方城市地区的戏剧艺术的分布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对“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实地调查，

收集了当时经营该校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以及实际培养的戏剧演员们的证言，发现清末以来的戏剧艺术被

视为了一种启蒙工具，将京剧视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倾向逐步形成。此外，该研究还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

动以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人们对传统戏剧的认知变迁和价值观变迁。 
冰上正先后四次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框架下对中国京剧艺术进行了科研立项。在“近代中国北方

戏剧艺术的综合性研究–以京剧和皮影戏为中心”(2002~2004)课题下，为阐明大都市多样性生态下的戏

剧样态和相互关系，冰上正调研了从民国时期至 2002 年北京地区上演的京剧情况，从而明确了民国时期

以来国剧概念的变迁；通过收集中国国内各收藏机构所藏的报纸资料等，建立了京剧剧目的数据库，并

设置了京剧剧目数据库的标准；在戏剧艺术带来的故事传播与受容实态方面，通过对北京、山西、陕西、

江苏，湖北等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以《西游记》为题材，对上演剧本的具体制作过程和故事传播途径

进行了剖析，论证了清朝末期，河北及东北地区的皮影戏的形成与传播经过。并对民间京剧院以及中国

民团艺术公演，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等来日公演进行了跟踪调查，对主办方、出演者及相关员工

进行了采访；2005 年，对神户市南京町、关帝庙、冲绳县的那霸市、首里城、冲绳县立艺术大学、读谷

村、谢名亭、以及中国上海市，宁波市，绍兴市等进行了实地调研。冰上正提出了三点洞见，即主办方

的政治意图和立场经常会影响舞台作品的具体演出，一种戏剧艺术的具体剧目或相关文化遗产，资料在

后世能保存下来与否，保存状况如何，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的极大影响。在评价一部传统戏剧作品

时需要正确把握上述两大要素[3]。 
在“近现代华北地区传统戏曲文化的综合性研究”(2005~2007)课题中，冰上正又主要以清朝中期至

今中国北方地区的传统戏曲为对象，对传统戏剧剧种的实态及变迁，京剧皮影戏的相互影响及上演和受

容的实态，地域内及地区间的文化流通网络的具体貌相和社会经济史的背景等三点进行了调查分析。关

于京剧方面，广泛收集民国时期的上演资料，从《全民报》等报纸资料中抽取了民国时期京剧上演的相

关数据，推进了《清代燕都梨园字资料》等相关文献的数据库建设，通过对大量有关民国时期的京剧舞

台和上演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厘清了西洋近代对民国时期京剧带来的影响。此外，还在北京收集了 1950
年至 1960 年中央广播局旧藏的公文资料，剧本及电影相关资料，约 730 件，并据此制作成目录后公开发

布，该资料对考察民国时期的媒体政策与传统戏剧艺术的关系有着重要学术价值。 
在“近现代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变容与地域社会”(2010~2014)的课题中，则以中国华北地区的冀东

系皮影戏，京剧，相声以及江南地区的皖南皮影戏和宣卷为对象，阐明了其形成与变容、连接城市与农

村的传统戏剧艺术的网络构成，以及支撑这些传统戏剧艺术的社会经济背景，戏曲文化与地域性的问题，

并制作公开了多元化的相关数据资料。在“近现代中华圈的传统戏剧与地区社会——以台湾的皮影戏・

京剧・说唱为中心”(2015~2019)的课题中，则主要围绕台湾地区的皮影戏和京剧等传统戏剧艺术与当地

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从中国本土与台湾地区的比较视角，探讨了台湾地区戏剧艺术的形成、变迁

与发展现状。 
松浦恒雄在“新中国建国前后传统戏剧的多角度研究”(2006~2007)中，整理了 20 世纪初叶至建国

前期京剧戏单的形态变迁，并考察了其历史意义。当时，有关京剧戏单的研究在中日两国均尚未推进，

该课题收集整理了散见在中日两国的各类京剧戏单，分析了新中国建国前后的时代大背景下，京剧在北

京和上海的发展差异及其形态和内容随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变迁，探索了挖京剧的历时性发展及与北京上

海二地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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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满正博“关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域内域外的成立・传播・受容的综合性研究”(2015~2020)，通

过对 1950 年代中国各省戏曲研究所所调查整理的剧种、剧目进行挖掘分析，最终发表了日文版的全剧目

数据[4]。同时对京剧、昆剧以及“明清乐”的相关人物进行采访调查，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通过明治

大学东亚研究所，在校内举办了数次京剧等相关戏曲的公演活动。将研究成果充分反馈给社会大众，突

破学术研究的壁垒，召开京剧、昆剧的公演会，以期加深日本人对中国戏剧的理解，可以说客观上推进

了京剧等中国戏剧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在此基础上，福满正博还继续申请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成

立与传播的历史性・综合性研究”(2020~2025)课题，但受疫情影响，原计划开展的多项实地调查和资料

收集工作都暂时无法实现。 
山下一夫有关“近现代中华圈中戏曲文化的传播流通变容”(2020~2025)的研究，则根据不同区域、

不同剧种对中国的传统戏剧文化进行了分段式研究，主要以广东省潮州和台湾地区的皮影戏和铁枝木偶

戏，北京河北及东北地区的皮影戏，江南地区的宣卷以及台湾地区的京剧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根植于中

华文化圈的戏剧艺术文化的实像进行立体化的全方面的把握。 
(二) 中国京剧艺术的数字化整理研究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加速发展，戏曲艺术资源的数据化整理研究也开始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戏曲艺

术资源的数据化不仅有助于抢救保护珍贵的戏曲资源和实现戏曲保护的创新性传承，同时也有助于让国

内外戏曲艺术爱好者更好、更多、更便捷地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日本学界有关中国京剧艺术的

数据化整理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近 5 年来开始出现大量研究成果。 
加藤徹在“京剧剧目的数据化”(2000~2001)课题中，为开展京剧剧目的研究，通过两年的时间收集

了中国国内外的脚本、VCD 及京剧相关文献等资料，并实际采访了从事京剧创作、出演、改编等工作的

群体，获得了大量宝贵的信息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并未公开过的内部资料和证言等。根据其调查研究结

果，加藤提出京剧剧目即便脚本内容完全一致，仍经常会因为出演者和观众评价的不一致而出现完全不

同的解释和艺术定位。该现象的产生则是由每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京剧出演者的个性化因素导致的。此

外在京剧剧目的分类上，加藤也提出应该充分考虑这种政治环境，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5]。 
时隔 4 年后，加藤徹又以“关于中国传统戏剧舞台效果的综合性研究”(2004~2006)为题获得了立项。

加藤徹高度重视实地调查和田野论证，在 2006 年 5 月至 11 月半年间，参加了由中国京剧院、上海京剧

院、云南省京剧院、中国区民团艺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等在日本举办的 7 场大型公演，并对

以上来日公演的主办方、参演者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调查。在 2007 年 3 月，赴上海、宁波及绍

兴等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据此，加藤徹再次强调了主办方的政治意图及立场，

时常会影响到舞台作品的具体演出效果，同时戏剧剧目或相关资料的保存状况仍会受到社会政治状况变

化的极大影响，因此在对传统戏剧作品进行评价时应充分考虑上述两大要素的影响。该思想主要发表于

2007 年由中央公社论出版的《怪力乱神》的论著中[6]。 
中里見敬则在“滨文库所藏戏单・唱片的数据化与保存方法的改善”(2016~2021)中，提出九州大学

附属图书馆滨文库所藏戏单是 1930 年代中国相当宝贵的戏剧上演史料。该研究完成了滨文库所藏 186 件

戏单的整理工作，发行了《滨文库戏单图录：中国戏曲一览表珍藏》。并将戏单在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公

开，此外发表了《中国戏单的世界：<戏单，剧场与 20 世纪前半期的东亚戏剧>》《滨文库所藏唱片目录》，

并协同图书馆改善了戏单及唱片的保存状况。 
三须祐介在“中国传统戏剧的动态研究：媒介，流通，民间”(2019~2022)的研究项目中，对于随着

近代媒体一共成长起来的 20 世纪以后的中国戏剧而言，媒体所作的二次“记录”正是研究戏剧的宝贵资

料。该研究以 20 世纪中国传统戏剧为对象，在戏剧上演及其“记录”的关系方面，从宣传，剧评，图像，

映像等“记录”中分析了当时上演的实态，对于当下的戏剧出演团体而言应该如何活用这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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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应该从流通的这些“记录”中获得那些影响也进行了探讨。“记录”的建构(即数据化)和“记录”的介

入(民间剧团的动态观察)这两种方法和视点出发，阐明了中国传统戏剧在 20 世纪所经历的“近代性”。

以立命馆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为据点，对中国戏剧的剧单进行了数据化处理，并将收集到的资料在网络平

台进行了公开展示。同时还翻译了中国戏剧研究家付谨的《草根的力量》。三须祐介的另一个课题——

“中国传统戏剧的‘记录’与‘记忆’研究”(2022~2025)，则以推进以京剧代表的中国戏剧上演资料的

数字档案化及公开化，对这些数据信息如何介入到戏剧上演及再生产中等视角，探讨了上演资料的“记

录性”及戏剧(经验)的“记忆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 20 世纪中国戏剧的上演实态，

进而剖析了 20 世纪中国的大众文化学的貌相。 
(三) 中国京剧艺术中的脸谱、人物形象及舞台布置研究 
京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文学、表演、音乐、唱腔、化妆、脸谱等诸多方面

形成了一套相互制约又相得益彰的格律化和规范化的程式。因而，对京剧舞台艺术的研究例来也是国内

外学者高度重视的领域。日本学界有关中国京剧艺术的研究可以说最早就始于对京剧舞台艺术本身的关

注。 
矶部祐子则主要关注京剧地脸谱艺术，在“中国脸谱考”(1993~1994)中，收集了大量中国大陆及台

湾等各地出版的脸谱集资料的基础上，以京剧脸谱为中心，撰写了中国脸谱史及其色彩的象征意义，提

出脸谱的形成受到了民间社戏及宫廷戏剧观的明显影响，脸谱中具有最具特色的红白黑三色，每种色彩

均具有时代性、剧目性及地域性特征，同时还探讨了地方戏剧对京剧的影响，并对比了中国京剧和日本

歌舞伎的脸谱色彩。 
早稻田大学的平林宣和在“革命现代京剧中的人物形象及身体”(2003~2004)研究中，通过研读革命

现代京剧的剧本，厘清了革命英雄获得“高大全”这种特殊人物形象的历史变迁过程，梳理了 1969 年发

表于《红旗》杂志上有关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文章及同时期发表的各类相关论文，掌握了文革

时期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批判全貌。同时，平林宣和在同为早稻田大学的特别研究员刘文兵的协

助下，实地采访了当时中国从事革命现代京剧创作的相关演剧人员，了解了芭蕾舞和体操艺术融入到京

剧演技中的实况，并从对各类戏剧学校毕业生的采访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有关京剧教育一线的信息，进而

考察了“京舞体”三结合融入到京剧教育的具体现状，建设性地提出以上三大主题正是构成革命现代京

剧的人物形象及身体的主要元素。 
在平林宣和的第二次立项课题中——“关于大正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研究”(2014~2019)，则收集调

查了 1919 年梅兰芳首次访日公演时，中日两国相关的报纸杂志等资料，厘清梅兰芳在日本社会受容的过

程。并将收集整理的相关中日文资料进行了数据化处理，在讨论梅兰芳在日本社会的受容时，主要以当

时的文人，知识分子等与之的相关往来为焦点，调查分析了初次赴日公演以前日本文人与梅兰芳的交往

事迹[7]。通过该研究，还澄清了由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戏剧在日本是如何受容的，解析其具体貌相。同

时分析了在大正时期的日本，中国戏剧是如何表象又如何被接受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金获得者中唯一的一位中国留日学者李墨，在“京剧舞台艺术的基础性研

究”(2004~2005)项目中，通过对北京和天津的实地调查，重点采访了景荣庆，王鸣仲，刘曾复，张宝华，

蒋连启等五位京剧名家，了解了由景荣庆 1930 年创立的中国最早的国立戏剧学校“中华戏曲学校”的戏

剧教育情况，以及由尚小云创立的荣春社的教育概况。同时，在采访调查过程中，作为武生名家的王鸣

仲老先生还对杨小楼派的昆曲“夜奔”的演技进行了介绍。通过对各位京剧名角的实地采访调查，李墨

在“民国时期的京剧演员的培育”部分，提出创立于清朝时期的三庆班的艺术手法正是当下京剧舞台艺

术的本流；“民国时期的京剧演出方式”部分，挖掘掌握了国营戏剧学校、旧式京剧教育机构的科班，

剧团所称的“社”的运营方式及演出方式，同时作为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时，在“舞台艺术”部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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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代名伶的实地采访，真实详尽地记录了诸位戏剧名伶们的精湛演技与艺术表达[8]。 
先后任职于早稻田大学与福井大学的田村容子对京剧艺术研究投入了持续性的关注，曾三次围绕中

国京剧艺术进行了科研立项。前两次立项主要围绕京剧的文学创造及舞台装置，最后一次立项则主要围

绕上海地区京剧与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在“20 世纪中国戏剧中传统剧的新作研究”(2006~2007)
课题中，田村容子对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及北京的文献史料馆等进行了

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整理，分析了民国前后期中国京剧艺术的舞台装置情况，从传统剧目的新剧创作的

视点解读了 20 世纪中国戏剧的近代化，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华民国

时期京剧的舞台装置研究”(2008~2009)中，田村又从图像和文字资料两方面调查了民国时期京剧舞台装

置的具体情况，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京剧舞台装置的发展及京剧舞台装置从上海向北京传播

的过程，探讨了 20 世纪中国戏剧所向往的“近代”究竟为何物，并对“中国近代戏剧希望实现的视觉化

效果”进行了考察。 
(四) 中国京剧艺术中的歌舞元素研究 
在“唱念做打”京剧表演的四项基本功中，唱和念构成了歌舞化的京剧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

部分，而做和打则构成了其中的“舞”部分。日本学者对京剧艺术中的歌舞元素研究亦值得关注。 
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的加藤富美子作为日本学界最早以科研课题立项形式开始对中国京剧进行系

统研究的学者，在“亚洲地区的音乐文化继承与培育的方法论研究——从亚洲共同教材的视点出发”

(1992~1993)课题中，以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的京剧为研究对象，从演技、场面描写、自然描写、动作伴

奏及乐器学习过程中的唱功等五个方面，详细分析了歌舞伎与京剧在音乐表现手法上存在的共同特点和

差异性。同时，为促进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加藤富美子还从“戏剧创作手法与音乐”和“乐

器学习与音乐”两个维度，提出了戏剧文化中的音乐文化传承性教材的开发及运用方法。 
明治大学研究员富燦霞则在“中国舞蹈中的传统身体观研究—传统中医学身体观下的身体表现技法

的探讨”(2019~2023)项目中，以中国戏曲的“传统技法中动作的表现原理”为基础，通过传统中医学的

身体观的文献考察及实际技法的研究，在中医学京剧，中国舞蹈，日本舞蹈，琉球舞蹈的专家们协同研

究下，阐明了中国舞蹈中的传统身体观。发表了《从京剧的化妆艺术看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及《京剧的

表现技法中所见的中国传统身体观——两种表现与脏腑经络中气的状态》等重要学术成果。 
(五) 中国京剧艺术与媒体的相互关系研究 
京剧艺术的传播、交流与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各类新闻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的作用，日本学界探讨中

国京剧艺术与媒体相互关系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田村容子和藤野真子两位。 
其中，田村容子在前两次的围绕京剧新作的创作及舞台装置进行立项后，又在 2011~2013 年获得了

“中华民国时期上海戏剧与媒体的相互关系”课题的立项。该研究主要考察了中华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

戏剧与媒体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 1910 年至 1930 年代，各类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对以京剧主的各类戏

剧的参与实态进行了调查与深入挖掘。作为其重要成果，发表了《<孤岛>时期上海跨剧种的互动关系——

两种《明末遗恨》及“改良”之口号》《<顺天时报>和剧评家辻听花初探》、20 世纪京剧的记忆与记录》

《梅兰芳访日公演对日本戏剧人的影响：福地信世为例》[9]等学术论文。 
关西学院大学的藤野真子教授作为日本学界长期关注中国京剧发展动态的研究者，曾先后四次围绕

中国戏剧进行了科研立项。在“关于民国时期上海京剧发展的研究”(2003~2005)的项目中，藤野真子充

分利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馆内的相关资料，以 1910~1920 年的相关媒体报道为中心，通过对该时间段

内各大剧场发行的小新闻报道、《晶报》等娱乐系列小新闻中的艺术专栏剧场广告专栏、综合文艺杂志

中专门性的戏剧报道以及《申曲日报》等地方戏剧系列的小新闻等相关资料的收集分类整理，厘清了民

国时期上海京剧的发展情况，并以冯子和与周信芳两位京剧演员为核心，从上演剧目的内容，具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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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历，媒体评价以及与媒体出版社的相关性等多维度展开了论述。 
在“民国时期上海传统戏剧的展开研究”(2006~2007)课题中，藤野真子则详细调查了新中国建国前

1920~1940 年期间的各类报纸戏剧杂志的相关报道，提炼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调，分析了戏剧评论家

对周信芳的评价及认识的变化，指出周信芳建国后的评价是在建国前逐步构筑起来的。周信芳是新中国

建国前后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京剧演员，代表着整个上海戏剧界的演艺高度。在其发表的《周信芳与

“剧评家”》中，则详细分析了周信芳在剧评中是如何被评价的。此外，作为该课题的重要成果，藤野

真子还发表了《周信芳评价的转换与确定》《1940 年代的周信芳评价》《中国戏剧研究—以中国戏剧的

“现代化”为中心》《档案资料中的榛苓小学的展开及其教育》[10]等系列学术论文。 
在“20 世纪中国戏剧中的‘记录’与媒体的多角度研究——以剧评・报纸・图像为中心”(2012~2015)

及“关于 20 世纪中国戏剧上演实态‘记录’的研究——以与媒体的相互影响关系为中心”(2015~2018)
的两次立项中，则主要在“记录”的概念基础上，运用报纸杂志等刊登的剧评等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

分析阐明了媒体与 20 世纪中国传统戏剧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并对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图书馆馆

藏的各类资料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挖掘遗漏的各类“记录”资料，弥补了中华民国时期传统戏剧史的

不完备之处。 

5. 日本学界对中国京剧研究演进的学术特征 

通过分析日本 KAKEN 数据库中收录的有关中国京剧的研究课题，可以发现日本学界对中国京剧的

研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学术特征。 
(一) 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与深入性 
尽管日本学界开始集中性地对中国京剧艺术进行立项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但涉及的研究内容和领

域却呈现出多元化和深入性的明显特征。在研究领域涉及到了京剧的起源、发展、国内外的传播与受容，

京剧的数字化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京剧中的脸谱、舞台装置、人物形象、音乐与舞蹈元素，京剧与媒体

的相互关系等多维度。在研究内容上，不少日本学者通过多次的立项对京剧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系统研

究，如冰上正通过四次立项对中国不同区域的京剧艺术展开了历时性的综合研究，而藤野真子通过三次

立项围绕 20 世纪上海地区的京剧艺术发展与媒体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 研究机构的核心化与稳定性 
纵观日本以科研立项课题形式对中国京剧开展的系统研究历程可见，日本学界对京剧的研究逐渐形

成了一些核心且稳定的科研团队，如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明治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时还形

成了在某一领域系统深入研究的核心研究学者，如以京剧与媒体相互关系为研究重点的藤野真子，以北

方京剧艺术与地域社会发展为研究焦点的冰上正，以京剧的数据化研究为中心的三须佑介，以京剧舞台

艺术创作为研究重心的田村容子等。正是在稳定的科研机构和深耕于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的共同保障下，

日本学界有关京剧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 
(三) 研究方法的田野化与综合性 
日本学者一向重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对京剧的传播与受容，民间剧团的动态发展，革命现代

京剧的人物塑造，中国戏曲学校教育概况，京剧舞台艺术等进行采访调查的研究过程中，日本学者都进

行了大量的、多次的实地调研和考察。他们的足迹涉及到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宁波、广州、西

安等广大城市与农村地区，在中日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下获得了大量丰富而颇具研究价值的一手材料。同

时，日本学者在对京剧研究过程中还重视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京剧艺术的舞蹈元素研究中引

入了中医学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京剧的表现技法探究了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在对京剧的传播与受容

的研究中引入了政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京剧艺术在国内外传播与受容过程中受到的政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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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与媒体的相互关系。通过田野调查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为日本学界的京剧研究

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证性素材。 
(四) 研究成员的国际化与协作性 
虽然在日本科研立项课题中日本学者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留日学者也发挥着功不可没的重要力量，

中日学者之间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可以说正是日本学界顺利开展中国京剧艺术相关研究的重要条件。

在日本立项课题中由留日学者主持的科研项目尽管只有 1 项，但纵观日本学界诸多有关京剧的相关课题

组成员，会发现有大量中国学者的参与。在日本学者开展的实地调研过程中，更是得到了来自中国京剧

院、北京京剧院等京剧相关机构的学者、艺术家及演员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中日学者在京剧研究领域

中的交流与协作，既体现了日本学界京剧研究的国际化视野，也为中国京剧艺术在海外的传播与发展提

供了助力。 

6. 结论 

本文以日本科学研究费助成金 KAKEN 数据库中的科研项目成果为主要内容，系统梳理和分析了日

本学界以科研项目研究中国京剧艺术的整体状况及代表性研究成果，并探讨了日本学界京剧研究演讲的

学术特征和发展脉络。日本以科研项目形式开展对中国京剧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目前日本学者对京

剧的研究依旧处于活跃状态，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热情，因此译介与述评日本学者对京剧研究的学术成

果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不仅能为国内学者的京剧研究提供他者视阈下的跨文化思考与研究视角，还能为

京剧在海外的传播、发展及受容等领域提高大量丰富详实的基础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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